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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 罗汉山
造化钟灵山水秀，黔东圣地擅风流。
引得罗汉千年卧，从此僧家不远游。

西岳 香炉山
传说凯里香炉山，常在虚无缥缈间。
不是有缘看不见，但得一睹便为仙。

南岳 小高山
夜织云海千堆雪，朝散流霞万里红。
他日会当凌五岳，今朝先上小高峰。

北岳 大阁山
大阁山起魁星楼，引领才人争上游。
纵使凌云志不改，万家忧乐系心头！

中岳 苹果山
凯城何处觅清闲，移步森林最自然。
苹果山居人得意，恰如飞鸟入公园。

凯城“五岳”诗咏

一
雨是春的知音
故其温柔也异于寻常
岂不闻“随风潜入夜”
所以，春天从夜晚开始苏醒
和风携着细雨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飘洒时
她睁开蒙眬的眼睛
目光在夜风中飘荡呵
天光拂晓时
湿润而新鲜的田野
和城市零星的泥土
星星点点的绿色汇聚
拼接成春天的霓裳

二
种子想探寻土地的秘密
倔强着把自己托付给山野
洇润的泥土
一片草叶撑起葱蔚的绿

一颗晶莹的晨露
欢笑声推动、翻滚
一不小心，摔碎太阳和月光

哗啦啦的流水
唱醒了河边柳
映着晨光的镜子描眉画眼

朝阳的指尖轻轻地
抬起粉色花瓣的下巴
桃树蓦然开出满面的羞涩

春的霓裳

读书万卷为黎民，
全力守忠贞。
如今工作何处？
孤影转乡村。

时易逝，
遇生辰，
泪留痕。
此情立志，
他日归来，
再报慈恩。

诉衷情·生日

□ 宋尧平

□ 龙俊成

近几日读完两部书，一部是黎平侗族知
名老学者邓敏文先生为其爱妻龙月江整理出
版的长篇个人传记《侗妹》，另外一部是天柱
侗族老作家袁显荣先生的回忆录《经途拾
荒》。两部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写得
非常真实。一是内容真实，二是情感真实。
尤其袁显荣先生于病中完成的《经途拾荒》，
洋洋洒洒50余万字近600个页码，分设“乡梓
寒门篇”“基础磨砺篇”“牛犊初试篇”“管理起
步篇”“政府从政篇”“风雨杏林篇”“夕阳余晖
篇”七部分，涵盖了他70余年人生当中的种种
际遇和人生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和厚重，是一
部值得细品和珍藏的好书。

著名侗族作家袁仁琮教授在世时，就经常与
我提起袁显荣先生，还说：他不但是个会当官的
人，还是个会写作的人。有一阵子，袁教授打电
话给我，总是一开口就问：当官了没有。而且在
一次省作协春节联欢会上，他遇到了我，把我拉
到门背后，用很严肃的眼神看着我，说：要当官就
不要写文章，要写文章就不要当官。我知道袁教
授是关心我，他所说的官是指贪官，他希望我好
好工作之余，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如果他地
下有知，我如今已混成了“村官”，同时还仍在执
迷于业余文学创作，虽成果寥寥无几，但他亦可
能是高兴的。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和敬佩袁显
荣先生，虽然至今仍未有缘与袁显荣先生晤面，
但我很早就知道他不但官至副县长，还在家乡天
柱的医疗领域里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文学领
域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侗乡十八
寨》《母亲阳光》等多部文学专著，是一个待工作、
待生活、待文学极其认真和勤奋的人。

《经途拾荒》出版后，袁先生通过快递寄来
一册赠予我，接连几天熬夜拜读，深受教益，也
深受启发。这本书让我全面了解了袁显荣先
生，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勤奋上进、坚韧不拔、多

才多智、有勇有谋且内心坦荡的袁先生。他在
书的《前言》里写到：“人生跌宕起伏，得失荣
辱，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捡拾行囊和笆篓，自
认为是收获满满。庆幸自己拼搏过、努力过、
自强不息过。”在《后记》中又写到：“我们不能
昧着良心，只看到阴暗的一面，人云亦云。我
们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左攀右比，庸人自
扰。我们要知足，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起码
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的每一句话、每一
个篇章和所表达出来的每一缕情感，都非常的
真实，直抵人心。在第一部分“乡梓寒门篇”
里，他开篇就写了自己的胞衣之地碧雅村，写
了自己的求学故事和国恸家哀的艰难岁月，写
了自己的父亲、岳父、舅妈等至亲，一个寒门
子弟之不易、之艰辛、之坎坷，浮现于纸上，令
人深深感叹。在第二部分“基础磨砺篇”里，他
写了自己发奋自学的故事，写了于基层卫生部
门苦苦磨炼的清苦时光，写了自己作为医生亲
自主刀的“首例白内障手术”、创建县医院眼
科、调查苗侗盲人、成立医学青年求知会等等
典型创举和刻入骨髓的深刻记忆，一位初涉职
场的年轻干部不断追求上进、求知若渴、不畏
辛劳的良好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第
三部分“牛犊初试篇”里，他写了自己在城关区
医院工作的5年时光和在县人大的履职情况，
写了自己所遭遇的某一场官司，也写了自己工
作之余游览华山、三峡、庐山、黄山等风景名胜
后的感悟，读这些文字，让我看到了一个血气
方刚、斗志满满、无所畏惧的青年才俊的好品
行。第四部分“政府从政篇”，重点是写了其任
职副县长期间所做的重点工作，这部分文字，
让我看到了一个基层公仆繁复繁重的工作任
务和日夜兼程的工作状态。作为土生土长的
地方父母官之一，他费尽心思，耗尽心血，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了地方发展，取得了累

累硕果。第六部分“风雨杏林篇”，写的是其任
职政协和县人民医院期间的种种刻骨铭心的
事物，以及这一期间外出学习培训的体悟和学
习之余所游览的风景名胜，给我印象很深的篇
章有《2004 之遭遇恶意中伤》《2004 之狂犬病
人闯大祸》《“8·3”爆炸事件的抢救》等，非常真
实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貌，凸显了一个基层医疗
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张扬了正义和公
道。第七部分“夕阳余晖篇”，写了其退休后的
种种精彩生活和与病魔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
神，这个部分让人读到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生无奈，也读
到了一个行善者的伟大和慈悲。

袁显荣先生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在
网络里一直称呼我为“刘老师”，且说：能者
为师，怎能称你小刘呢。这么多年，我因为
热爱文学，曾兼职做过一段时间老师，也到
一些地方作过讲学，因而被一些人称呼“老
师”。但被袁先生这
么大年纪的人称“老
师”，我实在没有胆子
答应。当然，作为晚
辈，又有着相同的爱
好，我祈愿袁老康好
快乐的同时，继续笔
耕不辍，多出佳作，出
大作！

个人经历的真情抒写
—— 读袁显荣《经途拾荒》有感

□ 刘燕成

人文绣山水，时光煮油茶。
在黔东南，吃油茶是人们重要的待客之道，

它往往会同打粑粑一起，共同形成招待客人最热
情、最隆重的组合形式。

自从决定今年要在凯里过春节，我似乎就忙
碌了起来。

先是开着车分别到榕江和台江去看“村超”
与“村 BA”，然后又从凯里火车站乘坐到镇远的
村火车，着实体验了一把在火车上赶大集买年货
这特别游动的村市村俗。无论走到哪里，都让我
亲身感觉到即将跨入农历春节的黔东南，处处洋
溢着的活力四射和人间烟火气。

就在我对这次在凯里过春节的决定感到无
比欣慰的同时，一场有历史、有文化，更有故事的
邀请，再次使我钟情于这里，并陶醉其中。

这天，凯里的天气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冬日
的太阳顽强冲破层层阴云的束缚，把温暖撒向大
地，仿佛一下要给还在寒冬腊月里的人们带来无
限生机，给生命以活力。

阳光初现，天气乍暖。
按着朋友发的位置，我驱车来到位于凯里春

晖西大道中段城郊的朋友家。

一进门，便被充满民族风情的庭院格局和喂
养着锦鲤龙鱼的偌大观赏鱼池深深吸引；庭院的
正前方，一颗巨大的杨梅树耸立眼前，旁边开垦
一隅种着瓜果蔬菜与果树的自留圃园，里面铺着
呈 S 型步道，宛如栈道一般；若不是现在的季节不
对，待春暖花开或金秋时节，漫步其中，定会感到
赏心悦目和金玉满堂。

参观欣赏了别具一格的庭院风景后，朋友热
情邀我到他家正屋客厅就座。

这是一栋在黔东南几乎随处可见完全用木
质结构搭建起来的二层房屋，屋顶呈倒“V”形状；
进门是一个比较大的堂屋，堂屋的左边是寝室，
右边则是主人家的客厅，用来洽谈商事和接待亲
朋好友。

在客厅落座，一番友好的问候寒暄后，主人
直接邀请道：“走，吃油茶去。”

我立即应声而动，走出庭院，又走过一条水
泥步道，来到一处房屋宽敞的大厅，顿时一股独
特的油香伴随着糯米芬芳的味道扑鼻而来。

大厅里，早已有十多人等候在那里；两个八
十公分正方形电热炉并排摆放着，形成了一方宽
约一米、长近两米的长形条桌，桌上一大锅已经

煮好的油茶，上面泛着晶亮的油花正冒着浓浓的
香气；油茶锅的四周摆放了准备好的葱花、盐糖、
炒米、油辣椒、炸好的芋头、黄豆、花生米、红薯、
糯米锅巴，还有薏仁米粥、红酸汤以及一大锅酸
汤炖猪脚，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跃跃欲试。

黔东南油茶，不是饮，而是吃，吃是关键，吃
才是真谛。那些已经备好的葱花、盐糖、炒米、
炸黄豆、油辣椒等都是吃油茶时必备的佐料与
食材。

吃油茶时，客人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节油
茶的味道，然后再悉心品尝食用；虽然人多嘴杂，
众口难调，各吃各的味道，但无论是怎样的口味
不一，油茶那份独特的沁人心脾的甘香与回味，
都会让人津津乐道，爱不释口。

据了解，黔东南油茶的历史要溯源于唐代，
距今已有上千年。千百年来，其酸甜苦辣、先苦
后甜、油香甘醇的美味，仍深受人们喜爱与青睐。

如今，油茶在凯里乃至整个黔东南地区的人
们的日常饮食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不
仅是侗家人喜爱的日常休闲美食，也频繁出现在
了大众的日常聚会、酒宴等饭局上，是当地人接
待宾朋、馈赠好友的上佳礼物。

现在而今眼目下，越是春节临进，这种油茶待
客的礼仪与习惯，就会越发的显得隆重和热情。

这期间，但凡客人来到，主人家大多会邀你
品尝油茶。因为油茶已经成为这里人们的“第二
主食”，并逐渐成为大众的“美食名片”；甚至连许
多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汉族同胞，也养成了做油
茶、喝油茶的习惯；一天之中，不分早晚，想喝就
做，想做就喝。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文化熏陶，

慢慢也随着侗民族的习俗，将请客人吃油茶当成
了一种重要礼俗。

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在黔东南除酸
汤外，又一种极具侗族特色，并且是人人喜爱、可
圈可点的饮食文化。

在朋友家，吃油茶时他认真地教我，在碗里
舀上少量糯米饭，酌少许炒米花、油果、酥黄豆、
花生米、猪肝等放入碗中，再把煮好的油茶汤斟
入，最后撒上切碎的香葱，刹那间香喷喷的一碗
油茶，就展现在我面前。

这时的油茶汤，清香中略带苦涩，糯米饭酣
纯可口，猪肝臊子香鲜味美；端起碗来送到嘴边，
慢慢品尝，只觉油香扑鼻，各种配料与茶香酥喉
可口，让我回味无穷，如醉如痴，赞不绝口。

不仅如此，朋友还告诉我，油茶还具有香、
酥、甜等特点，具有驱寒、活血、降压、开胃、提神
醒脑，帮助消化的功效。

听大家说，朋友所介绍的这些，黔东南人几
乎都知道。可见，油茶在黔东南不仅享有盛名，
而且名副其实，不愧为一款既能解渴，又能解馋，
还能充饥当饭的独特绝佳的风味美食。

“侗家油茶润如酥，山珍海味难媲美。”古人
早就对黔东南油茶有过最好的赞美与诠释。

“金龙献瑞升平岁，玉兔谢春锦绣年。”伴随
着浓浓的民族情、民俗风和民间的欢天喜地、热
热闹闹，农历龙年春节的钟声即将敲响。

万象更新时，事事随春好。
此时此刻，我在美丽黔东南的凯里过年，听

着春天的序曲，吃着春节的油茶。
我仿佛感觉到，吃着吃着，春天就已经来了。

春节的油茶
□ 赵海翔

甲辰龙年农历二月初四，细雨如丝，滋润着
大地，摆底苗寨迎来了盛大的鼓藏节。受村党
支部书记潘世才的热情邀请，我们欣然踏上了
这场庆祝鼓藏节的旅程。

摆底村，这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凯里市
三 棵 树 镇 东 南 部 ，与 排 乐 苗 寨 、西 江 苗 寨 相
邻。青山绿水间，蕴含着浓郁的苗族风情。身
为享有“百节之乡”美誉的黔东南州公民，我们
时常能领略到苗族、侗族节日的热闹与多彩，
但亲身参与苗族的鼓藏节，对我来说却是一次
全新的体验。

鼓藏节，作为苗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不仅是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盛大庆典，更是摆
底村每逢农历龙年才举行的盛大节日。今年恰
逢甲辰龙年，摆底村家家户户早已开始精心准
备，期待着节日的到来。

鼓藏节这天，摆底村沸腾了。寨子里充满
了欢声笑语，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了火红的灯笼，
寓意着吉祥如意、幸福安康。无论身在何方，离
家的亲人、出嫁的姑娘都会在这一天赶回家中，
与亲人团聚，共度佳节。姑妈们挑着鲜活的鱼
鸭，姑爷们担着自家酿制的米酒、礼炮、果品，这
是对节日的尊重与热爱，也是对亲情的珍视与
回馈。

当我们乘车抵达摆底村外时，通往苗寨的
公路已经变成了一条车的长龙。从四面八方赶
来的亲朋好友们，或肩挑手提礼品，或三五成
群、两两相伴，朝着村里涌去。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与期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各种方言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美
妙的节日交响曲。

沿着曲折的山路向上攀登，我们终于抵达
了位于半山腰的苗寨。只见数十株参天古树矗
立在苗寨，见证着这里的悠远历史，守护着这片
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在这个群山环抱、风景秀
丽的苗寨里，每一个到访的客人都被这里浓厚
的人情味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深深吸引。

走进寨子，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映入眼帘。

它们依山傍水而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到
了古老而神秘的苗族世界。

随着人流不断涌入，一阵阵隆隆的鞭炮声
此起彼伏，震动了整个山谷。这是苗寨特有的
庆祝方式，寓意节日的到来和欢庆的喜悦。鞭
炮声在山谷中回荡，仿佛在向祖先报告后人的
繁荣与昌盛；鼓号阵阵，让人心潮澎湃、意气风
发；苗族古歌从吊脚楼里传出，悠扬的曲调传遍
四方，那是对祖先的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在摆底苗寨的每一户人家里，我们都能感
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男人们热情好客，满面
笑容地迎接客人的到来；女人们则穿着节日的
盛装，忙碌于厨房之中，准备各种美味佳肴。她
们的手法熟练而优雅，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
节日的尊重和热爱。在这里，亲情、友情和乡情
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温馨而热烈的画卷。

长桌宴上更是热闹非凡。一道道美味佳肴
摆放在长桌上：香辣可口的苗家酸汤鱼、精心制
作的苗家烧鱼、色香味俱佳的鸭肉、香气扑鼻的
糯米饭……这些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令人
垂涎欲滴。大家围坐在一起，举杯畅饮、互相敬
菜，享受着美食和欢乐。在这里，没有陌生与隔
阂，只有热情与真诚。

鼓藏节不仅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更是
一次文化的盛宴和心灵的洗礼。在这个充满欢
歌笑语的夜晚里，苗族人民用自己的热情和智
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创造出了
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和故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传承和发扬着祖先的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和欣赏这个美丽而神秘的民族。

春雨依旧如烟似雾地飘落着，但摆底苗寨已
经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人们共同庆祝着新春的到来，也共同期盼
着美好的未来。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苗家人的
热情好客和淳朴善良；在这里，我们领略到了苗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一切都让我
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之中。

摆 底 苗 寨 鼓 藏 节
□ 王承钧

大海对内陆孩子的诱惑是极致
的，小时候的我在父母的带领下将
足迹留在各个山川、草原、峡谷乃至
沙漠，可唯独大海缺少我的痕迹。
我曾在梦里无数次听见大海对我的
呼唤。在二十岁前，我想去见一次
它，去回应它对我的呼唤，于是我借
着 夏 天 的 名 义 去 赴 一 场 久 违 的 约
定。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
要带你去海边……”应景的歌曲在耳
机里响起，曾经对大海的憧憬又在我
脑海中一遍遍播放，我踏上了去看海
的路程。我选择了去厦门看海，厦门
的海很有名，我想我会在那，与海有
一次浪漫的邂逅。到达厦门的酒店
后，我没有急着去看海，而计划将它留在最后，
因为压轴戏总是最惊艳的。

我计划在厦门游玩三天。在第三天的下
午，我启程去了海边。沙滩、大海和落日是众多
艺术家的模特，我总是可以在照片里看到它的
美，但是百闻不如一见。落日前一小时，我坐上
了去海边的的士。路上我途经了海上大桥，大
海辽阔无边，一眼望去心情豁然开朗。我将车
窗摇下，风裹着热气挤了进来，它的气味不似书
上描写的那般咸腥，而是与我平常遇到的晚风
别无二致。一阵风拂过，掀起的浪花拍打在桥
梁上，我越发期待着目的地。

快到目的地时，我看到了沙滩外围围着一
圈栅栏，沿着栅栏稀疏种着一圈椰树。沙滩上
的人不少，或三五成群，又或如我只身一人。下
车后我小跑绕过栅栏，小心跳下台阶，这才真真
实实地踩在了临海的沙滩上。沙粒细软，整个
沙滩坑坑洼洼，里头藏着不少小贝壳，我走几步
便蹲下来挖掘寻找小贝壳，这是我在人造沙坑
里找不到的乐趣。我的步子挪动得很慢，每一

脚我都缓缓地抬起，轻轻放下。为
了方便下海我是穿着凉鞋来的，我
尽可能不让沙砾跑进我的鞋里，毕
竟沙砾黏在脚上的感觉可不美妙。
离海越近，沙滩的颜色越深，被海水
浸润过的部分呈深褐色，更是黏糊
糊的，和湿泥土一样。湿润的沙子
很容易堆砌起来，一些小朋友们用
湿润的沙子堆出城堡、桥梁，挖出山
谷、河渠，修筑了一长条他们的童年
王国，是浪花也不忍破坏的纯真。

海的尽头一望无际，闯进视野
的是一片蔚蓝。浪潮朝我扑来，我
抬起脚踩进海水里，脚上的清凉触
感蔓延至全身，一种奇妙的感觉涌
上心头。浪潮很快退去，给我留下

过脚踝的水渍和一脚泥沙。我向前迈步走向
没过膝盖的水域去追逐浪潮，它也再次奔向
我，我们相撞又相拥。这是我头一次站在海水
里，临近沙滩的部分混着泥沙，有些浑浊，不如
远处看到的深水那般湛蓝，水中的泥沙会顺着
水流的方向穿梭在游客们的脚趾缝间，待下一
次 浪 潮 退 去 ，它 会 驻 留 在 他 们 的 鞋 上 、脚 背
上。我并不在意海水的纯净与否，我只珍惜与
海水的相处时光，我同孩子一样蹲下享受戏水
的乐趣。

太阳渐渐向海平线靠拢，落日余晖铺开在
海面上，如同金灿灿的盛宴，像是夜幕降临前的
最后一场狂欢。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记录此刻
的大海，我也不例外。天色渐晚，隐约冒出头的
月亮提醒我该与大海辞别。我上岸冲洗干净手
脚后，又不忍再次回头看一看这片海滩，我想将
它的倩影印在脑海。

回程的的士里，我又将车窗摇下，海风再次
钻进车内，扯扯我的发丝，摸摸我的脸颊，我知
道这是它在与我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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